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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加强民
族团结方面，我们需要重视宣传教育工作。政府、社会组织
和个人都应当为推动民族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下是一些
具体措施和行动。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一

有一个圆，被切去了好大一块的三角楔，想自己恢复完整，
没有任何残缺，因此四处寻找失去的部分。

因为它残缺不全，只能慢慢滚动，所以能在路上欣赏花草树
木，还和毛毛虫聊天，享受阳光。

它找到各种不同的碎片，但都不合适，所以都留在路边，继
续往前寻找。

有一天，这个残缺不全的圆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碎片，它很
开心地把那碎片拼上了，开始滚动。

现在它是完整的圆了，能滚得很快，快得使它注意不到路边
的花草树木，也不能和毛毛虫聊天。

它终于发现滚动太快使它看到的世界好象完全不同，便停止
滚动，把补上的碎片丢在路旁，慢慢滚走了。

你体会出这故事的寓意了吗？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二

一个佛陀在旅途中，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连续好几天，



好长一段路，那人用尽各种方法污蔑他。

最后，佛陀转身问那人：“若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你拒绝
接受，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

那人回答：“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

佛陀笑着说：“没错。若我不接受你的谩骂，那你就是在骂
自己？”

那人摸摸鼻子走了。

只要心灵健康，别人怎么想都影响不了我们。若我们一味地
在乎别人的想法或说法，就会失去自主权。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三

变成桃树的枝，

带着一串串花苞，

随着风儿飘荡。

飘哇，飘

飘出布谷鸟的声声歌唱。

我想把脚丫

变成柳树的根，

伸进湿软的土地，

吸取甜美的营养。



长啊，长

长成一座绿色的篷帐。

我想变成一只风筝，

飘在高高的天上，

看白云多柔软，

瞧太阳多明亮！

望啊，望

望见了大自然这神奇的课堂。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四

台湾作家林清玄当年做记者时，曾经报道过一个小偷作案手
法非常细腻，犯案上千起，第一次被捉到。他在文章的最后，
情不自禁感叹：“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
样独特的小偷，又是那么斯文有气质，如果不做小偷，做任
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吧！”

没想到，他20年前无心写下的这名话，却影响了一个青年的
一生。如今，当年的小偷已经是台湾几家羊肉炉店的大老板
了！在一次邂逅中，这位老板诚挚地对林清玄说，"林先生写
的那篇特稿，打破了我生活的盲点，使我想，为什么除了做
小偷，我没有想过做正当事呢？"从此，他脱胎换骨，重新做
人。

回头想想，如果没有林清玄当年对小偷的`"欣赏"和企盼，恐
怕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事业和成就。不难看出，欣赏对人生
是多么重要啊。



欣赏，是一种理解和沟通，也包含了信任和肯定；欣赏，也
是一种激励和引导，可以使人扬长避短，更健康地成长和进
步。其实，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渴望别人的欣赏，同样，每一
个人也应该学会去欣赏别人。学会欣赏，是一种爱。人与人
之间，在相互欣赏之中，世界才能充满爱。

欣赏是更深层次的接受。从欣赏自己开始，欣赏家人，欣赏
朋友，欣赏敌人，欣赏蓝天，欣赏白云，欣赏身边的一切，
欣赏这个世界。欣赏也是创造爱的方式之一。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五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是十几年前，我刚到北
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站在荔枝摊儿前，脚挪不动步。
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
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
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
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了一斤。
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衣袋里正有当月42元
半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几分胆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
她一定会高兴的。

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
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居然每个都长着疤，
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剜声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
每个沙果都显得晶光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红的纹
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
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
家过日子，老人就是这样一辈子过来了。

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
钱一斤，然后不住口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
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每次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
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给您也买了好东西。”



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你财主了怎么着？这么
贵的东西，你……”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
兴咱们尝尝鲜！”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
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小心翼翼地剥
开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
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
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
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样竟像孩子一样高
兴。

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突然到我家做客，望着
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
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
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
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笑吟吟顺手把
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
枝吧！”说得那般自然、妥贴。

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的荔枝
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是要买上一
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
一直延续到三年前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
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皮薄核小，鲜红的皮一
剥掉，白中泛青的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仿佛跑了多远的
路，累得张着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是啊，它们整整跑了一
年的长跑，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
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信为是天命，是母
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
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

其实，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
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他再不
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
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



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太馋嘴
的小孙子吃了。

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六

人就这么一辈子，想到了这句话，如果有一人是英雄，便要
创造更伟大的'功业；如果有一人是学者，便要获取更高的学
问；如果有一人爱什么人，便要大胆地告诉她。因为今日过
去便不再来了；这一辈子过去，便什么都消逝了。一本书未
读，一句话未讲，便再也没有机会了。这可珍贵的一辈子，
有一人必须好好地把握住它啊！

人就这么一辈子，你可以积极地把握它；也可以淡然地面对
它。想不开想想它，以求释然吧！精神颓废时想想它，以求
感恩吧！因为不管怎样，你总是很幸运地拥有这一辈子，不
能白来这一遭啊。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七

有一个圆，被切去了好大一块的三角楔，想自己恢复完整，
没有任何残缺，因此四处寻找失去的部分。

因为它残缺不全，只能慢慢滚动，所以能在路上欣赏花草树
木，还和毛毛虫聊天，享受阳光。

它找到各种不同的碎片，但都不合适，所以都留在路边，继
续往前寻找。

有一天，这个残缺不全的圆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碎片，它很
开心地把那碎片拼上了，开始滚动。

现在它是完整的圆了，能滚得很快，快得使它注意不到路边



的花草树木，也不能和毛毛虫聊天。

它终于发现滚动太快使它看到的世界好象完全不同，便停止
滚动，把补上的碎片丢在路旁，慢慢滚走了。

你体会出这故事的寓意了吗？

篇第一个故事：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上尉忽然发现一架敌
机向阵地俯冲下来。照常理，发现敌机俯冲时要毫不犹豫地
卧倒。可上尉并没有立刻卧倒，他发现离他四五米远处有一
个小战士还站在哪儿。他顾不上多想，一个鱼跃飞身将小战
士紧紧地压在了身下。此时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泥土纷纷
落在他们的身上。上尉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一看，顿时惊
呆了：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第二个故事：古时候，有两个兄弟各自带着一只行李箱出远
门。一路上，重重的行李箱将兄弟俩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他
们只好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又换左手。忽然，大哥停
了下来，在路边买了一根扁担，将两个行李箱一左一右挂在
扁担上。他挑起两个箱子上路，反倒觉得轻松了很多。

把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也许有些牵强，但他们确实有着惊
人的相似之处：故事中的小战士和弟弟是幸运的，但更加幸
运的是故事中的'上尉和大哥，因为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
帮助了自己！

小学生经典朗诵美文篇八

那年，一场变故悄悄潜入我家。先是母亲生病住院，体质本
就弱的父亲，因焦虑过度，也随即病倒，父母双双住进了医
院。太阳从西边落山，恐惧却从我的心头升起，那年我才13
岁。山村的夜色中，黑漆漆的远山像一幅剪纸阴森地贴在窗
户的玻璃上，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妹妹。山中的.狼群，
一声接一声凄厉地哀嗥，常常将我和妹妹从梦中惊醒。



我们住在一所山村学校，叫喊声未必能让远处的人家听见。
忽然，我想起了哨子—

—母亲上体育课时用的哨子。鼓起胸腔，拼命地让全部的气
流吹出尽可能最大的声响。渐渐地，我听见了家门前由远及
近嘈杂的脚步声，大声说话的声音。我听见了乡亲们喊我的
名字。开了门，一群人扛着锄头站在我家门前，他们都是周
围我熟悉的乡亲。

“孩子，你睡吧！这一夜我们不走了。”一位大爷说。他们
在墙根靠下了锄头，坐着、蹲着，吸着旱烟??我渐渐地睡着
了。直到天亮，他们才扛起锄头离开。

临近黄昏，乡亲们又来了，他们用锄头在石板上撞击出铿锵
的声响，好像在告诉我：“孩子，别怕，有我们在！谁也伤
不了你！”

自此以后，我开始相信，声音也是有温度的，它能把一种至
深的温暖传递给那些处在孤独和恐惧中的人们。


